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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遥感应⽤协会⽂件
中遥定量发〔2023〕02号

第六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

第二号通知

2023年 6⽉ 16⽇-18⽇�中国成都

⽓候变化、资源环境保护利⽤、减碳绿⾊发展、粮⻝安全、灾害

防治等⼈类可持续发展⾯临的重⼤课题和国家在国防与公共安全、⾃

然资源、⽣态环境、城乡建设、⽔利、农业、应急、林草、⽓象、海

洋等领域对精准的空间信息有重⼤紧迫的需求。在⾼分辨率对地观测

系统、国家⺠⽤空间基础设施等重⼤⼯程牵引和蓬勃发展的商业航天

促进下，我国⺠商遥感⼤数据急剧增加，遥感的作⽤与⽇俱增，并亟

待进⼀步向定量化、智能化、⽹络化、实⽤化等⽅向发展。如何更好

阐释遥感信号机理、发展感知模型与反演⽅法、综合挖掘增值信息、

⽣产多尺度产品并加强实验、标校与真实性检验、服务⾏业和地⽅定

量化应⽤等，是定量遥感发展的⽬标与⽅向，也是遥感科技的核⼼内

涵。

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由李⼩⽂院⼠倡导并发起，⾸届论坛于

2007年举办，从 2017年开始每两年举办⼀次。第六届全国定量遥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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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论坛拟定于 2023年 6⽉ 16⽇-18⽇在成都举⾏，将针对定量遥感

理论、技术、应⽤等问题，交流最新进展、研讨发展⽅向并促进学术

合作。

一、会议主题一、会议主题一、会议主题

定量遥感科学技术发展与应⽤

大会特邀报告人：

龚健雅，中国科学院院⼠

陈镜明，加拿⼤皇家科学院院⼠

吴⼀戎，中国科学院院⼠

朴世⻰，中国科学院院⼠

二、分论坛及召集人

序号 分论坛名称 召集人

1 遥感机理模型

阎⼴建，北京师范⼤学
范闻捷，北京⼤学
⻩华国，北京林业⼤学
谢东辉，北京师范⼤学

2 遥感数据产品真实性检验
肖 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⻢明国，⻄南⼤学
吴⼩丹，兰州⼤学

3
时序定量遥感产品处理与

应⽤

柳钦⽕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⽅红亮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仲 波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肖志强，北京师范⼤学
赵 祥，北京师范⼤学
张 涛，美国爱荷华州⽴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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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SAR定量遥感

王 勇，电⼦科技⼤学
徐 丰，复旦⼤学
倪⽂俭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于瀚雯，电⼦科技⼤学
⽩晓静，南京信息⼯程⼤学
杨桃丽，电⼦科技⼤学

5 激光雷达定量遥感

王 成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刘 春，同济⼤学
李世华，电⼦科技⼤学
董 震，武汉⼤学

6 热红外定量遥感与应⽤

唐伯惠，昆明理⼯⼤学
吴 骅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占⽂凤，南京⼤学
任华忠，北京⼤学
程 洁，北京师范⼤学
曹 彪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7 地球辐射能量平衡

胡斯勒图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闻建光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何 涛，武汉⼤学
王天星，中⼭⼤学
唐⽂君，中国科学院⻘藏⾼原研究所
张晓通，北京师范⼤学

8 ⽔循环定量遥感

贾 ⽴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卢 麾，清华⼤学
崔要奎，北京⼤学
赵天杰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⾏敏锋，电⼦科技⼤学
王永前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
9 ⼤⽓定量遥感

⻋慧正，中国⽓象科学研究院
胡斯勒图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刘 诚，中国科学技术⼤学
李 婧，北京⼤学
李四维，武汉⼤学

10 ⼭地定量遥感

赵 伟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邵怀勇，成都理⼯⼤学
闻建光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何 涛，武汉⼤学
穆⻄晗，北京师范⼤学
阳 坤，清华⼤学
李爱农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
11 ⻘藏⾼原陆表参量遥感

周 纪，电⼦科技⼤学
⽂ 军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柯⻓⻘，南京⼤学
郑东海，中国科学院⻘藏⾼原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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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同仁，北京师范⼤学

12 遥感⼤数据与智能处理

张良培，武汉⼤学
杜培军，南京⼤学
周贵云，电⼦科技⼤学
⾼ 贵，⻄南交通⼤学
赵熙乐，电⼦科技⼤学
孙根云，中国⽯油⼤学（华东）
李优优，中国⺠⽤航空⻜⾏学院

13 ⼤⽓遥感应⽤

赵传锋，北京⼤学
郭建平，中国⽓象科学研究院
王伦澈，中国地质⼤学
刘志红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秦 凯，中国矿业⼤学

14 陆地碳循环遥感

刘良云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樊 磊，⻄南⼤学
李 星，韩国⾸尔⼤学
王松寒，南京农业⼤学

15 植被⽣理遥感
杨沛琦，南京师范⼤学
刘新杰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刘志刚，北京师范⼤学

16 植被⽣态遥感应⽤

陈 晋，北京师范⼤学
吴朝阳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李 静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曾 源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尹⾼⻜，⻄南交通⼤学
曹⼊尹，电⼦科技⼤学
徐维新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
17 农业与⼟地遥感

王鹏新，中国农业⼤学
⻩敬峰，浙江⼤学
⻩健熙，中国农业⼤学
杨贵军，⻓安⼤学
王 ⼒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曾宏伟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18 湖泊与湿地遥感

⻢荣华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
蒋卫国，北京师范⼤学
王宗明，中科院东北地理所
杨存健，四川师范⼤学
卢晓宁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
19 极地与冰雪遥感
⻋ 涛，中科院⻄北院
崔祥斌，中国极地研究中⼼
惠凤鸣，中⼭⼤学

20 农业与植被病⾍害遥感
⻩⽂江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张宏国，电⼦科技⼤学
仙 巍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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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森林扰动与灾害遥感

何彬彬，电⼦科技⼤学
庞 勇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
孟 冉，华中农业⼤学
曹云锋，北京林业⼤学
陈 伟，天津⼤学
廖展芒，电⼦科技⼤学
郑 忠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
22 地质灾害遥感

刘国祥，⻄南交通⼤学
胡凯衡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熊俊楠，⻄南⽯油⼤学
李为乐，成都理⼯⼤学

23 国产卫星遥感⾏业应⽤

⽢甫平，中国地质调查局⾃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⼼
尤淑撑，⾃然资源部国⼟卫星遥感应⽤中⼼
范锦⻰，中国⽓象局国家卫星⽓象中⼼
侯 鹏，⽣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⽤中⼼
许⽂波，电⼦科技⼤学
张 洋，成都信息⼯程⼤学

24 ⻘年定量遥感论坛

王天星，中⼭⼤学
曾也鲁，中国农业⼤学
闫 凯，中国地质⼤学（北京）
全兴⽂，电⼦科技⼤学
边⾦⻁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孙根云，中国⽯油⼤学（华东）

三、会议主办和承办单位

1.指导单位：

中国遥感应⽤协会

2.主办单位：

中国遥感应⽤协会定量遥感专业委员会

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

3.承办单位：

电⼦科技⼤学

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
4.协办单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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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遥感中⼼四川分部

四川省森林草原⽕灾监测预警⼯程技术研究中⼼

⾃然资源部⻄南国⼟空间⽣态保护修护与综合整治⼯

程技术创新中⼼

⻄南交通⼤学地球科学与环境⼯程学院

⻄南⽯油⼤学⼟⽊⼯程与测绘学院

成都理⼯⼤学地球科学学院

成都信息⼯程⼤学资源与环境学院

5.协办期刊：

Remote Sensing

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

Journa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

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

遥感学报

电⼦科技⼤学学报（⾃然版）

遥感技术与应⽤

四、会议地点、时间及重要日期

1.会议地点：

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会场地址：四川省成都市⾼新⻄区⻄芯⼤道 1号

2.会议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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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6⽉ 16⽇-18⽇

3.重要⽇期：

2023年 5⽉ 10⽇：论⽂摘要投稿截⽌⽇期

2023年 5⽉ 25⽇：论⽂摘要接收通知发布⽇期

2023年 6⽉ 1⽇：早期注册截⽌⽇期

2023年 6⽉ 14⽇：在线注册缴费截⽌⽇期

2023年 6⽉ 15⽇：参会代表报到⽇期

2023年 6⽉ 15⽇：定量遥感教学研讨会

（联系⽅式：穆⻄晗，muxihan@bnu.edu.cn）

2023年 6⽉ 16⽇-18⽇：会议⽇期

五、会议注册与摘要征集

论坛将收取注册费，⽤于会务、宣传及餐饮费⽤，与会代表交通

和住宿费⽤⾃理。

1. 线上注册

本次会议全部采取线上注册，原则上不进⾏现场注册，请在 6⽉

14⽇前，登录会议⽹站，填写注册信息，注册成功后可进⾏投稿、缴

费、酒店预订等相关事宜。

会议⽹站：https://qrsf2023.scimeeting.cn/

2.会议注册费

6⽉ 1⽇之前缴费，研究⼈员 2300元/⼈，学⽣ 1300元/⼈；

6⽉ 1⽇之后缴费，研究⼈员 2600元/⼈，学⽣ 1600元/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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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⽀付⽅式

1）在线⽀付（⽀持微信、⽀付宝、银联卡等多种⽅式）

2）银⾏汇款

仅接受公对公汇款（即单位汇款），不接受个⼈汇款。

备注：汇款单必须标注“第六届定量遥感-XXX（注册⼈姓名）”，

汇款后请在会议⽹站登录“个⼈中⼼”，点击“汇款凭证”，将汇款凭证

扫描件上传⾄系统中，并在汇款凭证说明处写明汇款⾦额、注册⼈姓

名等。（团队缴费需备注所有⼈员名单）。

4.发票

本次会议默认开具增值税电⼦普通发票，发票在会议召开前三天

或者报到当天集中开具，并发送到参会代表预留的⼿机号和邮箱。请

参会代表确保会议⽹站所填开票信息、⼿机号、邮箱的准确性。

5.论坛报告⽅式

分为⼝头报告和展板海报两类。论坛后将根据提交的详细摘要征

集选择优秀论⽂，推荐给《电⼦科技⼤学学报》、《遥感学报》、《遥

感技术与应⽤》、《Remote Sensing》、《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》、

《Journa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》、《International Journal

of Remote Sensing》等刊物，经审稿后以专刊或专栏形式发表。

本届会议属⾮密级，论⽂⽂责作者⾃负，请做好保密审查⼯作。

详细摘要⼀律采⽤电⼦投稿，格式为Word版本。与会代表需登录会

议⽹站，完成注册缴费后，在 5⽉ 10⽇之前通过“在线征⽂投稿”通

道，下载模板，填写相关信息，提交摘要，完成投稿。所有投稿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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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学术委员会组织审定，决定是否录⽤并明确交流⽅式，论⽂摘要

接收通知将在 5⽉ 25⽇起陆续发出。

为了⿎励与会者提交⾼质量的论⽂参会，本论坛将评选出若⼲学

⽣优秀论⽂奖（含优秀⼝头报告和优秀 poster奖），并予以奖励和颁

发获奖证书。

6.投稿流程：

注册账号 - 登录 - “个⼈代表注册”通道 - 缴费 -“在线征⽂投

稿”通道 - 填写作者信息 -下载摘要模板 - 选择主题和报告⽅式 –

上传摘要信息 – 完成投稿

注册及摘要投稿请登录会议网站：

https://qrsf2023.scimeeting.cn/

六、论坛学术委员会

1.主席：

徐冠华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科学技术部

2.委员（按姓⽒拼⾳排序）：

陈镜明，教授，福建师范⼤学

陈 军，中国⼯程院院⼠，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⼼

崔 鹏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

境研究所

董晓⻰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⼼

傅伯杰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北京师范⼤学

郭华东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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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辉⼒，教授，⾸都师范⼤学

龚健雅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武汉⼤学

宫 鹏，教授，⾹港⼤学

顾⾏发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蒋兴伟，中国⼯程院院⼠，国家卫星海洋应⽤中⼼

⾦亚秋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复旦⼤学

居为⺠，教授，南京⼤学

李德仁，中国科学院、中国⼯程院院⼠，武汉⼤学

李加洪，研究员，国家遥感中⼼

梁顺林，教授，⻢⾥兰⼤学

李 新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⻘藏⾼原研究所

李增元，研究员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

李占清，教授，⻢⾥兰⼤学

李召良，研究员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

廖明⽣，教授，武汉⼤学

林 珲，教授，江⻄师范⼤学

刘纪远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
⻢耀明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⻘藏⾼原研究所

秦其明，教授，北京⼤学

施建成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⼼

宋⻓⻘，教授，北京师范⼤学

唐华俊，中国⼯程院院⼠，中国农业科学院

童庆禧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北京⼤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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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纪华，研究员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

王锦地，教授，北京师范⼤学

王 桥，中国⼯程院院⼠，北京师范⼤学

王 勇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吴 季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中⼼

吴⼀戎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熊巨华，研究员，国家⾃然科学基⾦委员会

杨建宇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张 鹏，研究员，国家卫星⽓象中⼼

张 兵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张朝林，研究员，国家⾃然科学基⾦委员会

赵春江，中国⼯程院院⼠，国家农业信息化⼯程技术研究中⼼

赵⽂波，研究员，国家航天局

周成⻁，中国科学院院⼠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
周国清，教授，桂林理⼯⼤学

朱 庆，教授，⻄南交通⼤学

六、会议组织委员会

1.主席：

柳钦⽕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王 勇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2.执⾏主席：

何彬彬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

- 12 -

李爱农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
3.副主席：

阎⼴建，教授，北京师范⼤学

肖 ⻘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赵志钦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何 涛，教授，武汉⼤学

李⼩娟，教授，⾸都师范⼤学

王鹏新，教授，中国农业⼤学

4.委员（按姓氏拼音排序）：

⻋ 涛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⻄北⽣态环境资源研究院

陈尔学，研究员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

陈 晋，教授，北京师范⼤学

陈良富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

陈圣波，教授，吉林⼤学

程 晓，教授，中⼭⼤学

邓孺孺，教授，中⼭⼤学

丁建丽，教授，新疆⼤学

杜 阳，教授，浙江⼤学

杜培军，教授，南京⼤学

段四波，研究员，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

范闻捷，教授，北京⼤学

⽅红亮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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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 贵，教授，西南交通大学 

甘甫平，研究员，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

侯  鹏，正高级工程师，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 

黄华国，教授，北京林业大学 

黄文江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

贾  立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

焦子锑，教授，北京师范大学 

李世华，教授，电子科技大学 

刘良云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

刘  强，副教授，北京师范大学 

刘国祥，教授，西南交通大学 

刘绍民，教授，北京师范大学 

刘志红，教授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马明国，教授，西南大学 

马荣华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

牛  铮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

潘耀忠，教授，北京师范大学 

邵怀勇，教授，成都理工大学 

唐伯惠，教授，昆明理工大学 

唐世浩，研究员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

王  程，教授，厦门大学 

王伦澈，教授，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 

熊俊楠，教授，西南石油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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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 丰，教授，复旦⼤学

许⽂波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阳 坤，教授，清华⼤学

杨存健，教授，四川师范⼤学

杨贵军，研究员，国家农业信息化⼯程技术研究中⼼

叶⼩敏，副研究员，国家卫星海洋应⽤中⼼

尹⾼⻜，教授，⻄南交通⼤学

于瀚雯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张永光，教授，南京⼤学

赵 伟，研究员，中国科学院⽔利部成都⼭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

周贵云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周 纪，教授，电⼦科技⼤学

七、“李小文奖”和“学生优秀论文奖”颁奖

会议开幕式，将进⾏李⼩⽂遥感奖（“李⼩⽂遥感科学奖”、“李

⼩⽂遥感科学⻘年奖”和“李⼩⽂遥感应⽤奖”）颁奖仪式，会议闭幕

式将进⾏“学⽣优秀论⽂奖” 颁奖仪式。

八、交通与住宿

1．交通

（1）成都东站 前往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·地铁：地铁 2号线(成都东客站 - 百草路站)→步⾏ 1.2km(百草

路站-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)，总时⻓约 60分钟，花费 6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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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打⻋：约 30公⾥，耗时约 45分钟，⻋费约 70元。

（2）成都南站 前往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·地铁：地铁 1号线(⽕⻋南站 - 天府⼴场站)→地铁 2号线(天府

⼴场站 - 百草路站) →步⾏ 1.2km(百草路站 -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

假⽇酒店)，总时⻓约 60分钟，花费 6元。

·打⻋：约 22公⾥，耗时约 40分钟，⻋费约 60元。

（3）成都⻄站 前往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·公交：206路公交⻋(成都⻄站 - 何家桥公交站)→步⾏ 420⽶(何

家桥公交站 -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)，总时⻓约 37分钟，花

费 2元。

·打⻋：约 7.1公⾥，耗时约 16分钟，⻋费约 19元。

（4）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前往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·地铁：地铁 10号线(双流机场 – 太平园站)→地铁 7号线内环(太

平园站 - ⼀品天下站) →地铁 2号线 (⼀品天下站 – 百草路站) →

步⾏ 1.2km(百草路站-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)，总时⻓约 72

分钟，花费 7元。

·打⻋：约 27公⾥，耗时约 40分钟，⻋费约 70元。

（5）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前往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

·地铁：地铁 18号线(天府机场 – ⽕⻋南站)→地铁 1号线(⽕⻋

南站 - 天府⼴场站)→地铁 2号线(天府⼴场站 - 百草路站) →步⾏

1.2km(百草路站 - 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)，总时⻓约 120分

钟，花费 11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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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打⻋：约 81公⾥，耗时约 85分钟，⻋费约 220元。

2.住宿

经会务组与会场酒店及周边酒店协商，可按协议价预定住宿，但

房源有限，请注意提前在会议⽹站的“酒店房间预定”通道，完成线上

预定流程。

（1）成都新希望⾼新皇冠假⽇酒店（会场酒店）

单间/标间（双早）：550元/天

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⾼新⻄区⻄芯⼤道 1号

（2）成都新希望⾼新中⼼假⽇酒店（与会场酒店连通）

单间/标间（双早）：450元/天

地点：四川省成都市⾼新⻄区⻄芯⼤道 1号附 1号

九、会议秘书处与联系方式

企业参展：官⽼师，18780034616，guanyuwei@uestc.edu.cn

会 务：张⽼师，18782936489，hgzhang@uestc.edu.cn

酒店、财务、发票：杨⽼师，13982086903

徐⽼师，199834797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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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迎⼤家加⼊第六届全国定量遥感学术论坛 QQ 群：774348744

本通知复印、扫描有效，欢迎接到通知的各位专家学者

⼴泛宣传。

主办单位：中国遥感应⽤协会定量遥感专业委员会

（中国遥感应⽤协会 代章）

2023年 3⽉ 15⽇




